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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本刊中 包含“广州管圆线虫；疫源
地；流行病学调查”的 相关文章 
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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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北海市广州管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调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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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  目的 了解广西北海市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分布，为广州管圆线虫病的预防控制提供科学
依据。方法 选择北海市海城区翁山村为调查点，从野外、市场、餐馆采集广州管圆线虫宿主。
对采集的中间宿主螺类采用酶消化法检查广州管圆线虫幼虫，对转续宿主蟹类采用匀浆法检查
广州管圆线虫幼虫，对捕获的终末宿主鼠类，进行解剖，从肺动脉系统内查找广州管圆线虫成
虫。结果 调查点野外有广州管圆线虫的中间宿主、转续宿主和终末宿主孳生，市场有中间宿

主、转续宿主的销售。检查各种宿主494个，49个感染，感染率为9.92%。野外采集了小管福

寿螺（Pomacea canaliculata）、褐云玛瑙螺（Achatina fulica）和蛞蝓（Limax）等3种
中间宿主，蛞蝓感染率最高，为37.50%（21/56）；褐云玛瑙螺次之，为21.43%
（21/98）；捕获终末宿主鼠类58只，感染率为1.72%（1/58），感染鼠种为黄胸鼠

（Rattus flavipectus）。从市场采集的小管福寿螺、圆田螺（Cipangopaludina）、石田

螺（Sinotaia quadrata）、河蟹等中间宿主和转续宿主，石田螺感染率最高，为17.39%
（4/23）；小管福寿螺次之，为4.35%（2/46）；河蟹的感染率为0。结论 北海市为广州管
圆线虫疫源地，中间宿主和终末宿主均有不同程度的感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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